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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王菲菲

当瀚海戈壁升起第一缕阳光，距离

德令哈市区 5 公里外的德令哈太阳能

光伏热产业园区内，青海中控德令哈

50MW光热电站也开始亮起来了，数以

万计的定日镜围成一个圆，围绕着高耸

的熔盐塔逐日发电，满眼望去就像置身

在一片湛蓝无瑕的“海洋”当中，无数的

光束汇聚成的一个亮点，将源源不断的

绿色电力输送给千家万户。

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海中控）作为第一个落地海西

州的光热发电公司，从 2013年 7月 10兆
瓦塔式光热电站并网发电，到 2018 年

12 月 50 兆瓦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项

目投产，短短 5 年间，在这里不仅实现

了光热发电技术的成熟运用，还最大程

度释放了项目光热发电产能，走出了一

条依靠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把握机遇 找准发展路径方向

身处德令哈光热园区，曾经荒芜的

戈壁滩，如今在无数定日镜的折射中仿

佛一片静谧的“蓝色海洋”。那么，这些

“镜子”是如何发电的呢？

简单来说，光热发电就是通过多面

跟踪太阳运动轨迹的定日镜，将太阳光

反射到塔上的吸热器，加热介质（熔盐）

后通过换热系统进行热交换，进而产生

蒸汽利用汽轮机发电机组产生电力。

其实，该发电系统由定日镜聚光集热系

统、储热系统、换热系统、汽轮发电系

统、辅助系统组成。

利用太阳光线，首先要选择一个日

照条件好的地方。德令哈年日照在 3500
小时以上，年太阳总辐射量达到每平方

米 6618.3—7356.9兆焦左右，新能源项目

建设可利用土地近 4.2万平方公里……

在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当

下，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诸多优

势，吸引着众多国内知名新能源企业在

这里安营扎寨，开疆拓土，青海中控太阳

能发电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员。

“德令哈土地面积广阔，日光透过

率高、日照时间长、云层遮蔽率低，开发

太阳能资源具有先天优势。一开始从

公司注册、可研、环评、安评等前期手续

代办，从水电路气接通，到后期的运行

服务，当地政府给我们开辟了绿色通

道，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让企业可以

安心在这里扎根。”青海中控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樊玉华说。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塔式太阳能热

发电企业之一，青海中控拥有敏锐的市

场嗅觉与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力，结合自

身资源优势，积极把握绿色发展机遇，

2011 年，青海中控正式落户德令哈市，

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

总装机容量 60MW。

“由于电站配置大规模熔盐储热系

统，可实现连续、稳定、可调度的高品质

电力输出，成功与光伏、风电实现了互

补，有效解决用电高峰期和低谷期电力

输出不平衡问题，提高电网稳定性，提

升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所以说

光热发电可解决‘现代电力系统发展面

临的三个关键问题：系统惯量、调节能

力、支撑能力，以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

稳定运行’。”樊玉华说。

科技创新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国首座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太

阳能热发电站——青海中控德令哈一

期 10MW 光热电站，于 2013 年 7 月 5 日

并网发电；作为全球首个完全达到年度

设计发电量的塔式熔盐储能光热电站

——青海中控德令哈二期 50MW 光热

电站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并网发电，电

站采用浙江可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并完全拥有知识产权的塔式熔

盐光热发电核心技术……

历经多年的改造和发展，青海中控

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又一次突破。

但是，回望这条发展建设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摆在公司面前的是无数个亟待

解决的光热发电难题。

过去许多设备都是进口的，价格昂

贵不说，维修费用也很巨大。与其受制于

人，更需要加快打破技术“壁垒”，通过“自

力更生”走出一条高质量国产化之路。

几年来，为努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

的太阳能关键技术，促进太阳能热发电

技术标准体系建立，青海中控针对光热

发电领域标准制定、光热储热储能技

术、国产设备工程化应用等方面进行了

大量科研攻关。

一项项的技术创新和变革，一一突

破了“卡脖子”的难题。如今，整个电站

不仅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热

发电技术，实现 95%的国产化率，同时，

聚光精度、光热转化效率等技术指标均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提升了光热在全国

太阳能领域的应用水平，降低了光热建

设成本和发电成本，夯实了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

积极探索 共谋行业绿色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规划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能源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

光热发电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优

势愈发明显，对光热发电运行人员的需

求愈显突出。樊玉华来到这里已经有

10年多，他见证了企业无数个“第一次”

的诞生，从起初的摸索发展，到成规模

化、系统化的发电机组并网上线，离不

开背后一个个不舍昼夜、奋力逐日的

“追光人”。

作为高新技术创新企业的代表，青

海中控每年投入几百万元用于科技创新

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利用青海省塔式

光热发电工程研究中心、海西州“四名”

人才工作室等科研平台，开展传帮带，充

分发挥“师带徒”优势，结合生产运行实

际情况，开展“每日一题，每周一问，每月

一考”，提高技术人员专业技能水平。

“我们成立了模范引领带头攻坚

队，在生产过程中带领班组改进运行策

略、细化运行方法提高了发电量。其

中，设备管理部经理吴向阳通过维修经

验总结、摸索出了一套适用于光热电站

设备故障诊断及维修的方法，提高了设

备可靠性；生产部经理曹立军通过生产

运行数据分析、调整运行策略、优化操

作规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录。”樊

玉华说。

看准优势、扬长避短、顺势而为，锚

定企业发展定位抢占全新赛道，才能不

断积蓄优势。青海中控充分发挥运营

优势，设置了光热储能发电科普班、基

础班、强化班、深化班开展对外培训业

务，并设置 42 门课程培训，目前进行培

训教材编制工作，将推动光热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同时，今年 11 月与柴达木

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校企合作框架协

议书，为后续的人才培养和储备提供了

有力支撑。

“下一步，我们上级公司计划依托

德令哈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良好的

营商环境，积极参与新能源产业的投资

和建设，计划明年落地开发青海众控太

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德令哈大容量储热

多能互补一体化项目、青海亿储太阳能

发电有限公司德令哈吉瓦级熔盐储能

电站示范项目，为建设青海的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作出我们的贡献。”樊玉华说。

追“光”筑“梦”点亮产业发展“金色蓝海”
——记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青海中控德令哈光热发电。 青海中控供图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李淑娟 通讯

员 柴组轩）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大柴旦

各基层党组织坚持把为民办实事作为

出发点，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落脚点，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民

生“温度”检验主题教育“深度”，托起群

众稳稳的幸福。

大柴旦行委建设和交通运输局联

合党支部自 10 月份辖区供暖以来，问

需于民、问计于民，入户调研供暖情况，

安排工作人员开展暖气片、供热管道及

房屋漏水等抢修，为冬季辖区群众温暖

过冬提供了保障。实施大柴旦行委行

政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大柴旦行委柴旦

村庭院供热管网改造项目、大柴旦行委

锡铁山镇老旧小区室内整治工程、海西

州大柴旦行委规划三路及旧货市场西

侧至锡铁山路道路建设工程 4 项民生

实事，尽心尽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

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切实解决居民心

中的“急难愁盼”。

柴旦镇团结路社区党支部针对崇民

小区 2号楼平台铺设的地板革，遇到雨

雪天气地板湿滑，多次发生居民摔倒的

情况，将问题向柴旦镇党委、交通建设局

反映沟通，最终将地板革换成塑胶板，确

保了居民安全出行。针对环卫电动车集

中在小区大门口“飞线充电”，接线板经

常在室外日晒雨淋，容易漏电短路，起火

风险等安全隐患问题，积极与柴旦镇党

委反映沟通，派单给市政安装了充电桩，

方便环卫电动车安全充电。针对崇民小

区三四号楼暖气不热，社区及时联系职

能单位检修，解决了居民过冬难问题。

青海昆源矿业有限公司党支部立

足实际，将 100 余吨“暖心煤”运到都兰

县香日德镇新源村，让村民屋里暖起

来，心里热起来，确保“暖心煤”真正

“暖”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以保障员工

生命安全为出发点，邀请格尔木市仁康

医院的医生到矿为 220名员工进行免费

体检。通过体检，让员工可以做到“早

诊断、早预防、早治疗”，让员工以健康

的身体、积极的心态、更加饱满的精神

和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柴旦镇人民路社区党支部把主题

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开

展“立足岗位作贡献”，持续办好“解民

忧”的实事，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

心坎上。开展“迎国庆 悦中秋 睦邻欢

聚”“爱在深秋 情暖重阳”系列活动，让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

大柴旦行委气象局党支部到人民

路社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与老党员、

困难群众、孤寡老人拉家常、话冷暖、交

心声、诉真情，全面了解他们的身体状

况、精神状态、家庭开支、政策保障等情

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用心用情把党

的呵护落到实处，把党的关怀送到困难

群众的心中。

大柴旦把惠民生写在主题教育答卷上


